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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土族自治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《互助土族自治县志》(以下简称《互

助县志》)，在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关心指导下，由于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多年
’

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，及有关部门和诸多老同志的通力协作，毕竟其功。值此

出版之际，我们代表全县人民，谨向为新编《互助县志》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

。人，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；我们的先民就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，在阶级

斗争、生产斗争中创造了互助的历史。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

领导下，各族人民挣脱了苦难的枷锁，当家做了主人，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

道。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，军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共十一届三中

全会以后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带来了农林牧副的全面发展‘，五谷丰

登，百业兴旺，政通人和。为了先辈们以辛勤劳动开创的业绩不被泯灭，前任互

助县党政领导祁永中、童成荣等远见卓识，在全省率先组建了我县地方志机

构，开创了编纂一代新志的艰巨工程。这次修志，在青海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’

马万里、副主任景生明、马石纪等同志的精心指导和具体帮助下，县志办公室，

全体同志，废寝忘食，艰辛努力，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，对各个时期的政治、经

济、军事、文化等资料，认真研究分析，上下贯通，去伪存真，探本求源，筛选整‘

理，终于编写出了《互助县志》。 ．

《互助县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南，并以翔实的资料，科学的态

度，严谨的手法，全面、系统地记述了互助的历史和现状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

·和地方特色。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，着重记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

1985年这36年间，互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失误。从

这部县志中，我们可以观兴衰，知得失，通古今，察未来，吸取经验教训，促进互

助繁荣。 ．

●

编史修志，在于资治。即将出版的《互助县志》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部珍贵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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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物、正面人物为主，亦收劣迹昭著的个别反面人物。以生年为序排列。

三、纪年方法，凡民国以前的纪年，用朝代年号，括号注明公元纪年。新中

国成立后统用公元纪年。本志所称解放后，系指1949年9月12日互助县解放

以后。

四、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。一般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，也采用

各有关单位的数据和调查得来的资料。

五、对交叉重复出现的内容，在主要相关的章节记述，其它地方从略。

．}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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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位于青海省东北部，地理位置介于北纬36。307——37。09’，东经101。

467——102。457之间。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，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，东

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，东南与乐都县接壤，南以湟水为

界，与平安县相望，西靠大通县，西南与西宁市相接。全县东西长86公里，南北

宽64公里，总面积3 360平方公里，占海东地区总面积的18．5％。1985年，全

县辖1个镇，20个乡，288个行政村，2 137个村民组，53 709户，317 490人，平

均每平方公里有94．49人。总人口中土族47 599人，占14．99％；汉族247．088

人；占77．83％；藏族17 623人，占5．55％；回族5 075人，占1．60％；蒙古，壮、

白等民族105人，占0．03％：： 。 0 ．- ，，，．?

互助地处祁连山脉东段南麓，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错嵌接地带，地势

北高南低，达坂山由西北向东南方横贯全境。境内最高的龙王山海拔4 200米，

最低的湟水河谷海拔2 100米，全县平均海拔2 700米(威远镇海拔2 550米)。从

丘陵到高山险峰，山套山，岭连岭，峰峦叠嶂，大沟叉小沟，沟壑纵横。境内有6

条天然河流，均属湟水支流，总长289．5公里：。‘，，-_。‘ ·于j、tr．．

．‘ 互助属大陆性气候，冬季受西伯利亚季风和寒流影响，夏季受东南沿海台

风的影响。春季干旱多风，气温上升缓慢，夏季凉爽，秋季雨量集中，冬季寒冷

少雪。年平均气温为3．4"C，各月平均气温年较差为25．4。C。无霜期一般年份

为110天左右。年平均日照时数2521．7小时。全县年平均降水量534．2毫米，

时空分布极不均匀，6、7、8、9四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3％，伴有暴雨，

引起山洪暴发，造成水土流失。年平均蒸发量为1235．6毫米i为年平均降水量

的2．3倍，气候干燥。风向多为东北风和西南风，沙暴日较少，年平均0．5天。

干旱、冰雹为主要自然灾害，霜冻、洪灾次之。r．。 一、 ～

，。：．，

．．．互助地阜物华、资源丰富。全县504万亩面积中，土地资源广阔，有农业用

地156万亩，占30．9％；林业用地183万亩，占36．3％；牧业用地114万亩，占

22．7％；特用地19万亩，占3．7％；暂不用地32万亩，占6．4％。矿产资源有硫

铁，煤炭、石灰岩、芒硝、石膏等20多种，尤以硫铁品位高，石灰石取之不尽。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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牦牛、“八眉猪一繁殖率高，抗病力强，为青海省牛、猪之良种。互助头曲、蚕豆，’

发菜、厥菜等驰名中外。 。

互助历史悠久，江山毓秀。考古工作者已在境内发现古文化遗址36处，其

中哈拉直沟乡尚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总寨村的青铜时代遗址，下马圈村的

卡约文化遗址，高寨乡东庄村汉代墓群等，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宋

代建造的白马寺，明万历三十年(1602)建造的佑宁寺，明天启四年(1624)在县

城中心建造的鼓楼，明代中期修建的五峰寺遐迩闻名：南门峡乡的“南天门"、

“二郎盔甲"等，留下了美妙神奇的传说。境内东北部的北山林区，郁郁葱葱，林

木茂盛，总面积169万亩，其中有林地面积107万亩。●不到北山游，不知北山
“

美，此山雾腾云，明月天池水"：林区的”十大美景"有牙合风雪、云海奇观、十月

红叶、卡索峡谷、湖勒天池、铁索桥头、甘禅古寺、高山栈道、虎口行车、山峦叠

翠，是．．个如诗如画的天烈旅游胜地。如此众多的文物胜迹，显示了互助历史 一

源远流长，文物荟萃之一斑∥．．-，．．’。 ’j、，．、I ，‘ ，．_．。’‘ ．1‘

：，1930年农历8月8日为建县之始。1954年2月14日正式成立互助土族

自治区，1955年改为自治县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互助一直为省属县，1979年隶属

海东地区。、|ti≯．一r：：¨■j．√～·‘‘。≥：。‘：：．。‘-．。‘j鼍 。o-

。．|、县城威远镇，距西宁市40公里，在群山环抱，林木环绕中，素有青海省“美

丽小盆地一的誉称。1常驻人口1．、7万人，是全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的中心o 、

从明嘉靖十四年(1535)建立威远营堡，到1949年400多年中县城区面积不足

0．3平方公里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到1985年城区面积扩大到4平方公里，增加13

倍。工业逐步兴起，商业日渐繁荣，楼房拔地而起，市容焕然一新，文化教育卫

生设施大为改观。一⋯、。。'『；‘：，o 5。·。‘、，‘_：：一‘t。7．㈠’i ；7．‘．

。’?：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互助人民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，进入一个崭新的 ． 。

历史阶段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。建国以来，尽管工作中曾经出

现过失误和挫折，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经过36年的艰苦奋斗，互助面

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政通人和，百。

业兴旺，各条战线取得了可喜成就∥?，‘ ．．．、，：，’‘∥⋯’‘ ‘，‘‘㈠

互助是以粮油生产为主的农业县；也是青海省和海东地区粮油主要基地

之一：1985年，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11 514万元，占工农业总

产值的82．48％。粮食总产量15 491．5万公斤j比1949年增长2．54倍，亩产由

1949年60．51公斤提高到1985年170公斤；油料总产1 110．5万公斤，比1949

年增长7．78倍，亩产由1949年的25公斤提高到1985年的80．5公斤。全县
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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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生产粮食514公斤，居青海省之首。1985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028．5万

公斤。瓜果、蔬菜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。畜牧业方面，由于畜疫防

治力量加强，畜群结构日趋合理，良种化程度上升，饲养方式改善，全县大家畜

比1949年增长77．4 o／／；绵、山羊比1949年增长51．3％；生猪存栏头数18万

头，比1949年增长14倍，生猪生产居青海省之首，占海东地区存栏头数的三

分之一，每年提供商品猪3．2万头。 ，

， ，， ．|，一

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显著。建国以来，广大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和智慧，兴修

水利，平整土地，治山治水，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至1985年底，全县建成

中小型蓄水工程106座，库容量达3 973万立方米；修建电灌站100座，机井57

眼，人工井81眼，水渠101条。水浇地面积由1949年的6万亩增加到1985年

的14万亩，平均每人有水浇地0．5亩。平整土地14．62万亩，修水平梯田

10．14万亩，治河造田2．5万亩，营造水土保持林24万亩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

274．4平方公里。建成人畜饮水工程141项，有效地解决了9万人、7．5万头牲

畜的饮水困难，从根本上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’‘

一

农业机械从无到有，已初步配套，耕作、运输及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水

平不断提高。1985年底，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8．84万马力，拥有大中小型

拖拉机1 844台，农用排灌机械247台，8 189马力；机械脱粒机330台；农用载

重汽车174辆；饲料粉碎机932台。农村用电量达600万度。 ，一- ．’

’林业发展迅速。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，将互助县列为“三北．"(东北、华北、

西北)防护林建没工程重点县之一：1980至1985年完成． 第一期防护林体

系规划设计任务。认真贯彻落实林业政策i采取鼓励农民在荒山荒坡、四旁地

植树造林，颁发林权证等措施，调动了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。至1985年底，

全县累计造林保存面积381 749亩，比1949年的31 869亩，增加11倍；林木覆

盖率由1950年的4．9％，提高到1985年的21．6％，居青海省之首。林木总蓄

积量231万立方米，人均近8立方米。1983年，互助县被评为全国义务植树先

进单位，受到中央绿化委员会的表彰。‘，E ：
．。

工业生产稳步前进。互助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但在建国前，除个别小煤

窑外，地方工业几乎是空白。建国后，互助工业从无到有，70年代发展迅速，至

1980年前已初具规模。近年来在调整改革中稳步前进：1985年工业总产值

2 446万元，实现税金306．7万元，利润235．5万元。工业产品由原来的十几种

发展到200多种，其中机制纸、搪瓷、硫铁等填补了青海省工业品的空白。具有

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的传统名酒互助青稞酒和鼓楼牌425#水泥获青海省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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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产品称号；“吉星牌"马鞍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。1985年，乡(镇)村

集体及个体、联办企业2 548个，从业人员9 654人，总产值2 364万元。 ·’

互助地处边远，交通不便。建国前，仅有几条土路，没有一辆汽车，村落之

间仅有阡陌相连的人行小道。建国后，采取国家、集体多方投资形式，加快了公

路建设，县内公路网络已经形成，通车里程1 128公里，建成桥梁115座，大小

涵洞593个。全县有载重汽车486辆，客车20辆，21个乡(镇)和90％的村庄

通了汽车，17个乡有客车来往，“任是山乡僻背处，传来汽车喇叭声"。·；

建国前，全县只有1所邮政代办所、2部电话机、一条45公里长的邮路。

建国后，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，县城邮电营业所开展面向全国各地的电话、

电报、投递、汇兑业务，县城各单位安装了自动电话，邮路总长度达1 450单程

公里，邮电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也日益提高。 一 ，

， ：

t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，促进了商业市场的繁荣。1985年，全县国营

商业、供销社商业和集体、个体商业网点达1 157个。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

成6 257．7万元，比1952年增长64倍，农副产品收购额3 570万元，比1952年

增长204倍。1981年开始对外贸易，出口产品主要是活牛、蚕豆、蕨菜、兔毛

等，至1985年出口总值557万元。 -1。 ．’
：

。 々．

国民经济不断发展。1985年，全县社会总产值达20 854．28万元(按当年

现行价计算)。财政收入完成894．1万元，比1952年增长38．7倍。由于各项

投资逐年增加，财政支出也呈上升趋势，1985年总支出2 602万元，比1952年

增长69倍，地方财政自给率低，靠国家补贴。 一 ．-。，。

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。r 1985年，全县全民职工平均年收入达到

1 215．45元，比1950年增长3．6倍。农民人均纯收入289．7元，比1978年的

79．6元增加了210．1元。绝大多数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农村中开始出

现了一批富裕户。大多数农民改善了居住条件，增添了新式家具。农村集贸市

场繁荣，人民购买力提高，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之类已成为农家普通用品，

家用电器及其它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也日益增加。

，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科学普及推广事业发展较快。建国初，全县仅有高

小16所，初小79所，教师149名，学生1 686名。建国后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，

后几经调整，至1985年，全县有中专1所，完全中学6所，初级中学18所，民

族中学1所，小学230所，初级小学177所，共有学生5．2万余名，教职员工

2 642名。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6．64％。全年为国家输送大、中专学生

403名。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日趋活跃，办起了乡文化站18个，村文化室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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